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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卫生健康局：“预防—治疗—康复”全链守护居民健康

名科强基 从全科守门到专科突破进阶跃升

“ 一 科 一

策 ”育 专 精 特

色，极致细致创

服务品牌，健康

江 汉 用 实 际 行

动 硬 核 作 答 。

技术沉到街巷，

服务暖至身边，

江 汉 区 基 层 医

疗机构通过“硬

核突破”构筑健

康版图，创新实

施“ 名 科 强 基 ”

工程，以专科建

设为抓手，推动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下 沉 。 江 汉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在

培 育 基 层 特 色

专科、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

优 化 创 新 服 务

方式、打造特色

服务品牌、优化

人 才 队 伍 等 方

面持续发力，引

导 市 民 合 理 用

好 基 层 医 疗 资

源，在家门口就

近 看 病 就 医 。

通过“一中心一

品牌、一科室一

特色”的发展路

径，打造出中医

康复、老年病管

理、狂犬病暴露

处 置 等 一 批 特

色鲜明、技术过

硬的专科品牌，

构筑起“预防—

治疗—康复”全

链 条 无 缝 隙 健

康服务网，实现

了 从“ 全 科 守

门 ”到“ 专 科 突

破 ”的 进 阶 跃

升。

晨光初染江汉，江汉区汉兴街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康复科
内已氤氲起艾草的暖香。年过七旬的李奶奶安静俯卧，银针精准刺入
腰背穴位，技师手持艾条悬灸其上，温热随药力徐徐渗入——这是“针
药并重”特色疗法最寻常的一幕。以“传承中医精髓，守护居民健康”
为使命，该科室正成为周边居民心中最坚实的“家门口康复站”。

在一间治疗室内，细长的火针在技师指尖跳跃，精准刺入患者关
节深处；隔壁熏洗室，药气蒸腾，中药溻渍药包覆盖于患处，药力直透
筋骨。另一间治疗室里，技师手持温润的火龙罐，点燃罐内特制艾绒，
手法娴熟地沿着患者背部经络游走，患者紧绷的肌肉在热力与罐体的
双重作用下逐渐舒展放松。科室将针刺、理筋手法、火龙罐特色治疗
与中药内服外用熔铸为独特疗法，直击颈肩腰腿痛等慢性顽疾。面对
复杂病症，一条“绿色通道”直通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诊室。一
位曾被顽固神经痛折磨的居民感慨：“本以为要去大医院排队，没想到
在家门口就得到了专家治疗。”

科室虽小，却拥有一支精悍团队，4名中医师+2名技师构成坚实
梯队，更有6名三甲医院中医专家定期下沉指导。技术精进步履不停

——青年骨干赴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研习腹针、火龙罐等前沿技艺，
2024 年两人入选省级时珍人才项目，科室更跻身全省“标杆中医
馆”。技术之基上，服务暖意悄然流淌：治疗师耐心为哭闹幼童推拿，
指尖力道精准而轻柔；医护人员半跪为轮椅上的老人贴敷耳穴压豆；
每一次治疗后100%的回访，换来居民88%的复诊信赖。

390 平方米的国医堂明亮通透，新设的艾灸室与熏洗室设备先
进，排烟系统无声运转。候诊区中医药文化展板前，常有居民驻足细
读。科室聚焦“一老一小”：为失眠老人定制包含耳穴压豆的“疼痛管
理套餐”；用小儿推拿搭配“四季增长贴”，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未来图景正在绘制，探索“智慧中医”模式，借力远程会诊与AI辅
助辨证；筹设“老年慢病康复站”，将“家庭中医康复包”送入寻常百姓
家，让温暖守护跨越最后一米。

推开江汉区汉兴街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大门，针与药
的气息交织升腾，这里没有大医院的喧嚣，却将传统智慧与现代关怀
沉淀为社区街巷里最踏实的健康底色——银针虽细，足以疏通经络；
药香微渺，亦能温暖千家。

针药暖流润邻里，家门口的康复站触手可及

清晨7时，江汉区民族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楼飘出小米粥的香
气。88岁的陈爷爷轻按床头呼叫铃，护理员小张立刻端着温水和降
压药走进双人间：“您今天血压稳多了，上午咱们去做个艾灸？”走廊尽
头的多功能厅里，十几位老人正随着八段锦音乐缓缓舒展筋骨，阳光
透过新装的落地窗，洒在防滑地板胶上暖意融融。

2017年，老年病科拔地而起。房间内，呼叫系统、适老卫浴、排烟
设备一应俱全。电梯直达配备DR机、骨密度仪的检查区，隔壁国医
堂飘着艾草香——熏蒸仓腾起雾气，技师正在为腰椎间盘突出的吴奶
奶做三维牵引。“以前跑三甲医院排队两小时，现在下楼就能康复。”老
人笑称。

当78岁的李奶奶突发心悸，管床医师5分钟内携心电图机赶到房
间，确诊房颤后立即启动转住院流程。

6名注册护士与7名专业护理员编织起全天候守护网。午后，护
理员半跪着为偏瘫的刘爷爷擦洗后背，动作熟练地避开压疮部位；康
复治疗室内，“90后”治疗师握着王奶奶变形的手指做关节松动术，老

人疼得皱眉时，她变魔术般掏出一个中药香囊。
在配餐间，厨师正按营养表搭配午餐：清蒸鱼块配南瓜粥，糖尿病

老人的餐盒贴着绿色标签。护士长展示着留样冰箱：“连早餐馒头都
留样48小时。”

这种细致让复诊率持续攀升，更获得国家卫健委、全国老龄办“敬
老文明号”授牌。

随着湖北省老年友善基层医疗机构铜牌挂上墙，新蓝图正在铺
展：隔帘保障隐私的单间改造即将启动，中医“治未病”方案将嵌入健
康管理。最让老人家属期待的是“医养结合升级计划”——中心正与
辖区养老院洽谈资源互补，未来连居家老人也能通过“云诊疗”享受中
药熏蒸服务。

暮色渐浓，值班护士推着发药车走过每间亮着暖灯的居室。当城
市华灯初上，这栋小楼里的24小时呼叫器始终醒着，随时准备回应一
声咳嗽、一次夜起的声响——在离烟火气最近的地方，医养融合的温
暖实践正熨帖着寻常百姓的暮年时光。

温情照护见微光，“医养融合”糅进烟火日常

近日，一面写着“彰显医术医德风范 弘扬中医中药国粹”的锦旗
被患者李女士送到江汉区北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困扰李
女士多年的颈椎病在该科室雷光医生精心治疗下得到显著缓解。

李女士受颈椎病引发的头晕困扰多年，辗转求医效果不佳，生活
质量严重下降。慕名找到该中心雷医生后，雷医生详细问诊，运用中
医辨证方法，为其制定了融合中药内服、针灸、推拿等疗法的个性化方
案。治疗过程中，雷医生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方案。经过一
段时间的治疗，李女士头晕症状明显减轻，颈部不适消失，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真的太感谢雷医生了，是他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让我摆脱
了多年的病痛。”李女士感激地说。这面锦旗是患者对该科室服务的
认可。

清晨7时，雷医生已到岗，迎接他的常是居民们的期盼：“雷医生，
我今天排队，排在几号治疗床？”这日常一幕，展现了医患间的信任与
科室的繁忙。

该中心中医科近年来屡获荣誉，2020年被武汉市卫健委授予“基
层医疗特色科室”称号；2024年更是被湖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全
省‘标杆中医馆’”。中医科医师入选2024年度湖北省“时珍人才”，并

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国医堂深造学习。
该中心致力于提供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构建了“抓药—煎

药—配送上门”的全链条服务。2024年1月起，与九州通药业合作，新
增中药熬膏与熬药丸的制作与配送服务。

为提升服务水平，科室聘请名老中医彭代谷坐诊带教，并与湖北
省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建立紧密医联体，上级专家定期下
沉指导。目前，该中心已能开展涵盖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穴位贴敷
等传统项目及中医火龙罐、杵针、埋线等新技术的六大类29项中医适
宜技术，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科室充分发挥中医在慢病管理和预防保健方面的优势，系统开展
高血压、糖尿病社区中医健康管理，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方案和随访干
预。同时，关注特殊人群需求，提供针对性上门中医服务。

该中心积极履行弘扬中医药文化的使命，深入社区开展义诊、举
办健康讲座，参与大型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活动。自制秋梨膏、防流感
香囊、促睡眠香囊、应季养生茶等特色产品融入居民生活。

省级“标杆”的荣誉，印证了江汉区北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
科在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创新惠民模式方面的扎实成效。

省级“标杆中医馆”扎根社区，个性化治疗为居民解痛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江汉区新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狂犬病暴
露处置门诊灯火通明。两名从汉川紧急转诊的犬咬伤患者被搀扶而
入——一人前臂皮开肉绽，另一人头部血肉模糊。此前，当地机构因
伤势过重无法处理仅作简单包扎。

“立即启动处置流程！”胡医生一声指令，专业团队迅疾响应。流
动清水及冲洗液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狂犬疫苗注射后，立即进行被
动免疫制剂注射，消毒后进行伤口闭合。无影灯下，医生手持精细器

械，为撕裂组织实施清创缝合，针线在血肉间稳健穿梭。当最后一道
绷带固定妥当，家属紧握医生的手哽咽道：“幸亏找到你们！”

这份底气源于十余年磨一剑的硬实力。作为中国救援协会动物
伤害救治分会常务理事单位，该门诊锻造出三大核心优势。

24小时生命热线，全年无休提供电话咨询、就医指导与处置服
务，夜间接诊量占全年四成；重症处置专长，配备外科清创缝合技术
团队，能处理基层罕见的复杂开放性创伤；标准化流程，从伤口分级

评估到免疫接种，建立“冲洗—消毒—闭合—免疫”四步黄金救治法。
“夏季动物致伤高发，自救与抢时间同样关键。”胡医生指着诊室

墙上的急救指南强调：若伤口无活动性出血，立即用流动清水或肥皂
水冲洗15分钟，随后必须赴专业机构处置。数据显示，规范处置可使
狂犬病发生率降至0.0001%。

当城市渐入梦乡，这间亮着蓝灯的诊室依然严阵以待。电话铃
声随时可能划破宁静——这也是一条生命守护线。

24小时狂犬门诊，建立四步黄金救治法

6月5日中午11时30分，江汉区万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外科医
生杨志兵在门诊接诊结束后，背着出诊箱来到青松社区。85岁的孙
爷爷腰椎骨折手术后遗症瘫痪卧床多年，因尿潴留长期留置尿管，定
期需要进行膀胱冲洗并更换尿管，杨志兵坚持为他上门服务4年。老
人坦言，杨医生每次操作都手法轻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像这样的
上门服务，杨志兵团队每月要完成十几例。

在该中心，外科处置室内，无影灯下正上演更精细的“手部芭
蕾”。面对患者甲沟内深深嵌进的趾甲，手外科周海定医生熟练操
作，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指尖翻转间，嵌甲治疗10分钟完成。

在外科门诊，这样的体表肿块切除、皮肤感染、皮肤溃疡、外伤清创缝
合、骨折固定等问题较为常见。雪松路美食一条街后厨的师傅们遇
到切割伤、挫裂伤也都知道就近到万松中心的外科来就医。

信任在十余年间穿行于老街旧巷中积淀。78岁的郑克俊爷爷是
杨志兵家庭医生团队的“老熟人”，他的老伴邓奶奶常年卧床患上褥
疮，亲戚们都说难治好。听邻居推荐说万松中心杨志兵医生能够上
门出诊，郑爷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杨医生。自从杨医生接手以
后，隔日一次上门对邓奶奶进行坏死足跟组织的切除清创去腐治疗，
对家属交代病情严重情况及后期的治疗方案，耐心地进行家庭护理

和营养指导。不到半年，邓奶奶的褥疮完全治愈。郑爷爷逢人就夸
杨医生医德高、医术好，还制作了一面“坚持上门服务、医德医术高
尚”的锦旗送给杨医生。

很多有上门服务需求的居民找到杨志兵医生，主动要求签约
家庭医生服务。杨志兵坦言，有很多家庭医生团队就能解决的基
础护理、腔道护理等情况，通过上门服务能很大程度省去患者来回
折腾的痛苦，减轻了家属请假照顾病人的负担，也节省了病患家庭
的医疗费用。作为社区医生，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令他很有成就
感。

外科医生开出“信任处方”，十余年磨出社区金字招牌

撰文：王倩 侯蓉江
余丹夏

江汉区汉兴街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中医药康复服务送进社区。

江汉区民族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指导患者做好康复。

江汉区北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为居民拔罐。

江汉区新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为患者缝合伤口。

江汉区万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外科医生杨志兵团队上门
为居民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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